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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2021年度南京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

 

一、重点项目 

（一）南京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研究 

主要研究内容：在南京都市圈战略背景下，以提升南京科技

创新策源能力为主要目标，通过科学研判国内外区域科技创新中

心的最新创新部署动态，深入剖析南京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

基础现状、存在问题和产生根源，明晰与上海、合肥综合性科学

中心的关联关系，前瞻性提出系统集成、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

的实施路径和对策建议。 

（二）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下南京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研究 

主要研究内容：以南京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为基础，以碳达峰、

碳中和为约束条件，研究如何更好发挥科技在整个碳达峰、碳中

和中的战略支撑作用，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，促

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，提出适合南京碳达峰、碳中和技

术选择、发展路径和有关部署的对策建议。 

（三）进一步提升南京原始创新策源能力的研究 

主要研究内容：借鉴国内外基础科学和原始创新重要城市、

重点区域的经验和案例，系统分析南京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

和高质量发展的全球创新城市的现状和问题，提出利用南京科教、

地理、创新环境等优势，扬长避短，克服体制机制阻碍，推动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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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基础科学和原始创新基地建设的目标、路径和具体政策建议，

强化南京在区域的创新策源能力。 

（四）南京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点方向及支持措施研究 

主要研究内容：通过研究国内外对未来产业的研判分析，结

合南京实际，研究提出南京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点方向，同

时借鉴国内外的做法，研究提出未来产业行业发展面临的风险及

行业治理模式，研究提出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的政策建议。 

（五）提升南京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研究 

主要研究内容：在深入梳理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的理论、驱

动机制等基础上，结合国内外典型区域案例，通过研究南京制造

业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状况，为制定南京制造业产业链发展政策

引导产业更高质量发展提供对策和方法。 

（六）打造生物医药产业人才高地战略研究 

主要研究内容：根据南京市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

目标和要求，分析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人才集聚现状与现实问题，

在此基础上根据生物医药产业不同细分领域的需求，分析精准化

引才途径，进行差异化创新人才集聚战略设计，健全创新人才在

不同阶段之间的精准协同机制，促进人才链与产业链交互协同发

展，提出培养和引进人才的政策建议，以推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

量发展。 

（七）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试点

研究 

主要研究内容：通过对《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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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》实施情况的调研，分析改革试点落

实过程中产生的问题，从试点范围、权属确定、单位职责等方面，

针对性提出解决路径和对策建议，着力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

障碍和藩篱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，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

业的积极性，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。 

（八）南京科技领域风险防控的机制与举措研究 

主要研究内容：结合南京创新发展需求，通过系统摸排南京

重点企业、主导产业创新发展面临的风险，在未来产业布局、核

心技术攻关、国际创新合作、科技人才引培、科研伦理规范等方

面，提出强化南京科技领域风险防控能力的机制创新和应对处置

措施。 

（九）平台型新型研发机构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

主要研究内容：结合南京建设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的需求，

进一步研究完善平台型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模式，探索强化机构

平台能力提升的路径，提高关键核心技术源头供给水平，提升工

程化能力、对外专业化服务和产业孵化能力，不断提升机构的专

业化运营和市场化运作水平，探讨完善平台型新型研发机构的支

持政策体系。 

（十）新形势下南京科创载体创新生态提升路径研究 

主要研究内容：深入分析南京现有孵化器、众创空间、硅巷、

“双创”基地等科创载体在生态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短板，借鉴

先进城市科创载体建设的成功经验，围绕新形势下科技创新载体

自主创新能力、招才引智质量、要素利用等方面，就如何营造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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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的创新创业氛围，打造适合科创企业发展的一流创新生态，推

动科创载体高质量发展提出对策建议。 

二、一般项目 

体制改革和科技人才 

新时期南京海外人才引进机制研究；南京突破“卡脖子”技术

型人才队伍建设研究；新型研发机构培养应用型人才模式研究；

激发科技人员创新活力研究；创新人才服务战略研究；改革优化

南京科技计划体系研究；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研究；军民融合

创新机制研究；基层科技治理能力提升策略研究；减轻科技人员

负担，激发创新活力研究等。 

主体创新和产业创新 

南京重要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研究；企业基础研究引导机制设

计研究；创新链支撑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；南京市八大产

业链“卡脖子”技术突破路径研究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；

高成长性企业培育机制研究；“硅巷”建设合作路径研究；“大学创

新港”建设中的协同合作机制研究等。 

区域创新和开放创新 

新发展格局下我市国际合作科技园区建设路径研究；疫情环

境下开放创新合作支持机制研究；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南京新型

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研究；

南京都市圈科技创新合作机制研究等。 

创新环境和社会民生 

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建设思想，提升科技系统依法行政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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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；推进科研诚信建设路径研究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，确保

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研究；加强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

和能力建设的研究；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及协同机制研究；提

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相关问题研究；低碳示范区建设机制与模式

研究；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相关问题研究；围绕地方特色农

产品安全与种质资源保护，开展优特品种资源挖掘与创新利用研

究等。 

 

 


